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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叔群这个名字，对于绝大多数甘肃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若提到上世纪40年代洮河林场的开
拓者以及由此创立生态林业学说的倡导者，兰州南北两山开挖水平沟造林的设计者，特别是他首次考
察祁连山北坡提出“没有祁连山，就没有河西走廊”的科学论断并由此对甘肃生态建设带来的深刻影
响，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表达对邓叔群这位科学家深深的敬仰之情。

“没有祁连山，
就没有河西走廊”

是这位科学家提出来的

笔者知悉邓叔群在甘肃的事迹是在
2005年。那一年，甘肃省档案馆在网上
发布向社会征集历史档案资料的通告不
久，就收到一封署名邓钢的人寄自北京
的信。信中说：“当我从网上看到甘肃省
档案馆关于征集历史档案资料的通告，
其中有历史人物、社会名人、专家学者
……我就想到我的父亲邓叔群在抗战时
期，以科学家特有的方式投身抗战，挽救
民族危亡——保护黄河上游的生态，控
制黄河上游由于水土流失给下游带来的

灾害。这与现在党中央号召开发大西
北，保护生态、振兴中华的战略方针不谋
而合。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将我父
亲新中国成立前在甘肃奋斗的这段鲜活
的为民族崛起的科技拓荒史，呈现给甘
肃省的档案宝库。”

邓钢是邓叔群先生之子。省档案馆
接到信后，由收集整理处处长孟明君与
邓钢联系，邓钢将他父亲的档案资料分
三次寄到省档案馆。省档案馆在这些档
案资料的基础上，又从邓叔群工作过的

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的馆藏案卷中，查
找补充了20世纪40年代邓叔群深入甘
肃林区的原始记录，建立了“邓叔群档案
全宗”。

邓叔群先生是福建福州人，1902
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3 岁他报考
清华学堂，在清华学堂度过了 8 个春秋
后，又以优异成绩被派往美国留学。在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 5 年留学生活中，他
用两年时间学完了全部必修课程和学
时数量。由于成绩始终处于 A 级，加上

出色的科研能力，他得到了真菌学教授
费茨和植物病理学教授惠茨的青睐。
在他们的推荐下，邓叔群被评为全美最
高科学荣誉会员，并荣获两枚金钥匙勋
章，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
位。1928 年获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
1948 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通过层层
选举，在全国科学家中选出一批精英为
院 士 ，邓 叔 群 就 是 当 时 81 个 院 士 之
一。1955 年他又被聘为新中国科学院
院士。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
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
了林业研究。他从西南考察原始森林
后，认为要治理黄河泛滥、水土流失，必
须实施林、农、牧、水利并重，同时还要
系统地整理西北林业资源和生态环
境。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他的清华校
友、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
持。张心一聘请他为甘肃水利林牧公
司森林部经理兼总技师。1941年4月，
他辞去“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
副所长职务，举家奔赴甘肃，在西北僻
地开始了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与
实践。

他首先着手解决绿化兰州南北两
山的“瓶颈”问题，当时的南北两山是天
然植被破坏殆尽、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
荒山，他设计出适用于此地的挖掘“水
平沟”造林方案，并指导科技人员在兰
州徐家坪等干旱山地开挖水平沟，为积
聚雨水、保证较高的造林成活率奠定了
基础。之后经过科技人员对水平沟的
不断实践，对水平沟的挖掘时间、沟间距
离、沟宽、沟深等深入研究，收到了成效，
解决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这一造福于兰州人民的措施
在兰州南北两山得到了广泛应用。他还
建议，在黄土高原荒山造林应选用沙枣、
柽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乔木作先锋
树种。这一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被充分
采纳和利用，但对今天改造黄土高原的
工作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时黄河的大支流洮河上游（岷县、
卓尼一带）的大片原始森林管理混乱，乱
砍滥伐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水土流失
日益恶化，给黄河下游带来日益深重的
灾难。为了改变和阻止这种日益恶化的
生态进程，邓叔群于1941年8月离开兰
州赴洮河流域的岷县、卓尼进行考察。
在岷县，他给当时的省水利林牧公司总
经理沈怡写了封长信，信的内容几乎都
是具体的事务性问题，租房，购马，准备
溯洮河西上卓尼，以及雇用技工等。其
中提到“林权”问题，这就是后来由省水
利林牧公司买下大片原始森林，并在卓

尼城外、洮河之滨的一个林木丛生的滩
地，建立的研究基地——洮河林场。

考察后，他看到洮河流域森林摧残
严重，为了保护好洮河流域的天然林，他
又携家带口迁到了当时连地图上都找不
到的卓尼，担任了为此而设立的第一林
区管理处主任，开办资金150万元，进行
林木管理和育苗等工作。初到卓尼时，
无房屋租住，经与当地政府商洽，在卓尼
城西、洮河北岸划出公地百余亩，盖起了
职工宿舍、办公室、马厩等60余间房，所
需的粮油及生活用品，全要从百里之外
的岷县拉来。

当地的林主为了扩大放牧草场，把
林木卖给木商，定期砍光树木，年复一
年，大批的原始森林就不复存在了。民
国时期，随着各地对木材需求量的剧增，
不少木商纷至沓来，兜揽伐销木材，或言
明采伐地点，以株计价，或订立“林尽归
山”契约，肆意滥伐，山林被“剃光头”。
据记载，1926年在兰州只有一家木商开
设木厂，专收木料。至1931年，仅兰州、
临洮、岷县等地的木商已达250余家，在
洮河上游的车巴沟、拉力沟、卡车沟、卓
尼沟、大峪沟等地开设木厂，大量砍伐青
山，贩运木料，牟取暴利。

同时，邓叔群带领帮技师和练习生
6人，历时4个多月，对所购进的林区进
行了极为详尽的外业实地调查。他们
边调查、边勘探、边绘制详细的林型
图。他绘制的“林型图”为我国林型的
划分、绘制和应用开了先河。

尤其是，他提出的合理经营方针，推行
采育择伐，为洮河林区森林的“永续利用”
开了个好头。几十年来，黄河上游的多数
森林均不同程度地被滥伐毁坏，惟洮河林
场为黄河上游保住了宝贵的森林区，今天
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诚如纪念邓叔群院
士的电视短片解说词所说的：“祖国大地的
这一片绿洲是奖给邓叔群的勋章。”

1946年7月，邓叔群接受了由省政
府派遣的祁连山脉森林调查工作，省水
利林牧公司派周重光、葛占鳌两人协助
工作。7月10日离开兰州到达张掖，8月
24日返回兰州，历时46天。此次赴祁连
山是调查天然林之分布、树种、材积及生
产量，并考察各树种的生态等等。根据
调查观察结果，为拟定祁连山天然林区
更新及人工造林的方法，并提供将来开
发及利用该区森林作为参考资料，此外，
他们还截取柏杉断片十数段，为研究河
西祁连山北坡气候循环之凭据。此次调

查是历年来首次对河西走廊祁连山森林
的调查，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山间调查行程中，沿途各地皆有
森林采集、勘测工作，没有停止过一日。
对于祁连山森林丰富的地区即停下来工
作，约占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森林未经
目睹者，则询诸当地居民。所以祁连山
北坡森林分布的情况，得以全部获悉。
他们对祁连山北坡天然林分布情况、黑
河流域森林状况、祁连山天然林的更新
以及河西平原造林种树与方法、祁连山
森林与水利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邓
叔群进而提出“祁连山森林对河西中农
大之贡献，除产生木材、保持水土外，厥
为延缓融雪之十七。盖河西农田端赖灌
溉，所谓‘无黑河则无张掖’，推而广之，
可谓无水利即无河西。”邓叔群对河西生
态的真知灼见，今天依然是指导祁连山
森林保护工作的重要思想。

邓叔群在甘肃期间，根据实际调查
写出不少林业论文，如《甘肃林区及其
生态》《甘肃的造林与管理》《甘肃农村
造林备要》《祁连山森林调查简述》《甘
肃林业的基础》《甘肃的气候与树木年
轮》，这些论文都珍藏在甘肃省档案馆

“邓叔群档案全宗”里。

在卓尼，一次山洪暴发，邓叔群九岁
的小女儿去河边提水，不幸被洪水冲走，
连遗体都找不到。失去女儿的伤痛，也
未能动摇他治理黄河上游水土流失的决
心。多年后，曾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
心一的秘书张思温先生撰文说，张心一
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邓叔群是我国第

一流的植物学家。不顾女儿牺牲的悲
痛，试建了一个边砍伐、边更新，森林永
远存在茂盛的水源林场。

青山隐隐会有时。邓叔群对改善甘
肃生态环境的贡献以及他的名字应该被
甘肃人民永远地记住。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特约撰稿 姜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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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淑群到卓尼后，首先制定了“先
收购林区，保育开发，减少人为破坏，合
理经营利用”的方针，代表省水利林牧
公司在卓尼收购了当地林主的大片原
始森林，制定了一整套保证森林的更新
方案和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学经营
管理制度。1943年5月17日，第一林区
管理处改组为洮河林场，场部下设生
产、财务、运输、总务用林警队和岷县野
桥工作站，邓叔群兼任经理。

在木材生产方面，他实行了“禁伐幼
树、禁止皆伐、核发准采伐许可证”等管理
措施。明文规定，无论公私林，凡采伐林
木者，均须向林场申请采伐许可证，林场
派技术人员亲临现场实地勘查，在核实采
伐面积、林木大小等主要指标后，在不妨
害林木生长的条件下，才发许可证准其按
照规定采伐。否则，停止其采伐。1943
年，对未经洮河林场许可办理采伐、运输
许可证的49家木商进行了处罚，在岷县
检查站当年扣留大小木材258根。

1944 年4 月8日，在已经收购的卡
车沟、大峪沟和粒珠沟建立了三个分
场。在征得当地政府同意下，在卓尼南
岸叶儿滩垦辟植物园100亩，在粒珠沟
建立了驮畜繁殖场。另外还呈请当时
的甘肃省政府在岷县木寨岭荒地中划
拨 170 多亩，建立苗圃。至 1944 年，累
计在粒珠沟购进林地86平方公里、草山
84平方公里；卡车沟购进林地101平方
公里、草山84平方公里；大峪沟购进林
地 68 平方公里、草山 77 平方公里。共
计购进林地 255 平方公里，草山 245 平
方公里，林木胸径10厘米以上的树木约
510万株。所购进的林地、草山占洮河
上游林区南片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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